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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大学生是将来参与城市建设的重要

力量。在青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挂牌一周年

之际，上海政法学院与青浦区征集办签约建

立了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站，为大学生了解社

会发展、关注民生需求、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

一个重要窗口。

师生感悟

>>>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王祥修
我们让学生们暑期走进青浦区人民建议

征集办接受锻炼，组织各类内容丰富的社会实

践活动，与区征集办一起指导大学生深入基层

一线调研，走入百姓家收集调查问卷；学校课

程中也“植入”多期关于开展社会调研和人民

建议征集实务的专题讲授。我们师生共同撰

写人民建议相继得到领导批示督促办理落实，

这对学生们的触动很大。可以说，不仅让他们

接受了很好的群众路线教育，领悟到了群众工

作的意义价值，也为他们以主人翁姿态关心和

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。

>>>上海政法学院学生 娄馨怡
我因参加“扬帆回青”大学生暑期社会实

践活动，而来到了青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。

结合我自身的专业，我撰写了关于整治水晶

泥玩具的建议。目前，市场上销售的水晶泥

大多含硼砂这一有毒物质，且许多商家售卖

的水晶泥是三无产品。因此，我提出从规范

市场和加强引导这两方面入手，以保障广大

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。

这个建议有幸被评为“优秀人民建议”，

得到了市市场监管局的高度重视。市市场监

管局根据我提出的建议马上开展调研，对硼

砂毒性进行更为专业的检测，同时对市场售

卖的水晶泥合格情况做了调查。这次的经历

也让我感受到，我们发出的声音会被认真倾

听，我们贡献的力量会让生活更加美好。

建议>>>

香花桥街道提出打造宜居、宜

学、宜业、宜游、宜养的家门口“五

宜”幸福街区，给居民带来了很多获

得感。位于香花桥街道的新科路变

电站经过2年建造已经完工，但新

科路北侧靠近变电站门口的道路却

没有设立人行道，行人与来往车辆

共用一条道路，既存在安全隐患，也

影响了街道的市容环境。建议香花

桥街道协调其他单位修好该条路

段，为行人和车辆创造安全、有序、

便捷的出行环境。

建议人 江嘉民
回应>>>

香花桥街道联合区人民建议征

集办开展了“一路四居”赋能改造主

题征集活动。在收到相关建议后，

香花桥街道实地调研，发现道路现

状无法直接增设人行道，为满足市

民提出的合理需求，街道会同相关

单位对该道路上的电线杆、绿化带、

早餐车、围栏等设施进行逐一协商

移位或拆除，最终完成了人行道铺

设。原来的早餐车也在道路修好后

复位，并升级为早餐驿站，为周边居

民提供更丰富的早餐供应。

建议>>>

轨交  号线开通运行以来，沿

线附近没有出租车停靠、扬招点，居

民乘坐地铁出行十分不便，出租车

占用公交车道短暂停靠也存在安全

隐患、易加重交通堵塞。建议在需

求大、人流量多的地铁站点，如汇金

路站、青浦新城站及淀山湖大道站

等增设出租车停靠点。同时加强对

客运市场和网约车占道等道路规范

问题的管理，保障出租车在指定扬

招点的停靠权益。

建议人 陆悦庭 张子婷
回应>>>

青浦区建管委会同青浦交警支

队、区道运中心、海博出租车公司开

展专题调研，对各轨交站点进行了

全方位的现场踏勘，并形成工作方

案。在确保各方通行安全的前提

下，在朱家角站、淀山湖大道站、赵

巷站3个站点，利用现有公交港湾

站台设置临时出租车扬招点，实现

出租车即停即走，方便临时上下客；

在青浦新城站、蟠龙路站、诸光路站

3个站点，采取在道路外设置出租

车专用蓄车点并扩容车位，方便出

租车等候，为乘坐轨交17号线的市

民出行带来切实便利。

建议>>>

广场舞噪声扰民现象已然成为

社会民生的常见痛点问题之一。由

于法律依据不清、违法边界难以认

定，职能部门难寻良策，往往只能以

劝说舞者降低音响音量为主，而等

执法人员走后，一些广场舞者又开

始“有意无意”地放大音量。我所居

住小区附近的梅香公园经常有广场

舞队伍，让周边居民不胜烦扰。建

议属地政府部门牵头协调，通过签

订公约、群众自治、加强执法等形式

控制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。

建议人 金雅倩
回应>>>

盈浦街道结合实际情况，确定以

梅香公园为试点，牵头居民代表、广

场舞团队负责人和居委会、青浦新城

公司、派出所等，就广场舞噪声整治

召开了座谈会，共商治理方式。随

后，公园管理方立牌《梅香公园文明

开展团体活动暨社会生活噪声管理

防控公约》，在公园安装噪声分贝仪，

由公园管理方和小区居委落实专人

负责日常管理及巡查工作，并主动听

取周边居民及广场舞团队的建议意

见。在多方合力下，扰民现象大为

改观，公园还“静”于民。

建议>>>

我所居住的朱家角镇漕河新村

毗邻漕河港，朱家角镇为创建5A景

区，在河边砌了一堵3米多高的围

墙。高墙不仅会影响楼栋采光、通

风，也将原本一览无余的窗外古镇

景色完全遮挡住了。建议充分考虑

周边居民居住环境，对景观墙做出

修改，比如降低该景观墙的高度，并

考虑设置可供休息的座位，适当增

加灯光效果等。

建议人 林国庆
回应>>>

高墙为朱家角镇规划景区而

建，当时现场建设情况已工程过半，

如要做出整改存在一定难度。朱家

角镇随即协调相关职能部门，安排

镇领导预约接访，并组织职能部门

现场勘察，与施工方一起研究优化

方案。经过几次整改，最终原景观

墙只保留半米高并在周边设置了可

以休息的座位。居民对最终整改结

果非常满意，居民代表林先生送上

锦旗和感谢信，并对如此高效的为

民办事效率表示感谢。

人民建议征集走进大学校园

增设扬招点 提升便民性

噪声管起来 广场静下来

建设便民道 出行再无忧

改三米高墙 还美景于民

建议>>>

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亚马孙河

流域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饲料

被引进国内。因其繁殖快，适应性

强，缺乏天敌，易随水生植物漂流等

特性，已通过河道扩散到青浦区多

个街镇，不仅影响市容环境，还造成

农作物减产，对湿地和农业生态系

统造成破坏。建议各相关职能部门

加强合作，进一步沟通协调，取得长

效管控，同时调动群众积极性共同

参与福寿螺防控。

建议人 童苑婷

回应>>>

青浦新城规划建设专项推进办

公室、区水务局和区征集办联合发

起“我为青浦水系治理献一计”主题

征集活动，收到了市民关于加强福

寿螺防控工作的建议。对此，区水

务局、区农委、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

共同建立回收处置工作部门协调机

制，在相关的重点区域，全面调查福

寿螺发生危害情况，定期研判回收

处置工作进展情况，并在农户中积

极开展福寿螺综合防控技术培训

等，共同应对福寿螺扩散问题。

整治福寿螺 守护水生态

青浦区认真践行人民城
市重要理念，聚焦市民群众
关心的身边具体事，搭建人
民建议征集的民意“直通
车”，让群众“金点子”转化为
破解治理难题、共建幸福家
园的“金钥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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